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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電波傳播的特性會影響行動臺與基地站臺之間的通訊品質，電波傳播方式可概分為直接波、反射(Reflection)、吸

收(Absorption)、散射 (Scattering)、折射(Refraction) 、繞射(Diffraction)等多種傳播方式，再加上其它因素如多重路徑衰減、

路徑損失、遮蔽效應、都普勒效應等因素，這些現象均會影響接收信號的功率強度和品質。因此，電信業者必須做適當的

基地站臺規劃(廣播頻率的選用、站臺高度與站臺間距離的設計)以確保發射機的發射訊號可以克服路徑損失衰弱效應與干

擾效應而到達接收機。 由於基地臺的建設是以客戶話務量為依據，話務量高的地方，基地臺必須增加，才能擴充系統容量

疏通話務，話務量低的地方，基地臺相隔距離較遠，只要能涵蓋服務範圍即可，依照服務需求建設出來的網路細胞圖形，

與理論上頻率重覆使用的幾何圖形完全不同，因此頻率規劃設計只能把握一個原則，相同頻率越遠越好，但要如何挑選才

是最好，又不費時，此議題就是本論文研究重點。 為因應GSM 頻率規劃改善工作，適應性自動頻率規劃設計是針對電信

公司現有 GSM 900/1800 行動電話系統所開發以 PC-based 為基礎之GSM 網路頻率圖示化細胞分析工具。本論文結合排他

法與干擾法的優點提出適應性加權計分法，以挑選出最佳的頻率規劃方案，並以Visual Basic實作出分析軟體。此適應性自

動頻率規劃設計分析軟體將基地臺相關位置與組態資料，以圖示化顯示在螢幕上，提供維運人員以圖示化介面方式來快速

檢視頻率分佈問題所在；並提供頻率調整與規劃的查詢功能，將可大幅提升電信公司在GSM 頻率規劃改善的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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